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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C600小盒包装机整容器入口日均轧包次数

朱世单�章�俊�骆国富
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�浙江�杭州�310000

摘�要：ZJ112-ZB47机组是我厂引进的国产高速卷接包设备，其中ZJ112额定车速10000支/分，ZB47额定车速550
包/分。

2021年-2022年期间，烟包整容器输入通道轧包是ZB47下游机的主要问题，每次轧包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烟
包的检查，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，且存在较高的质量隐患。

为了提高设备效率，提升产品质量，降低员工劳动强度，研究如何降低C600小盒包装机整容器入口日均轧包次数
为本项目攻关对象。

关键词：ZB47；C600；轧包；效率

1��背景和现状：

C600设备在烟包完成透明纸包裹，两端面美容后，
通过转塔后，两两叠包的形式在转塔的3点被推杆推进整
容器。整容器上下烙铁在烟包推进前打开，烟包停止后

落下，对烟包进行美容后再次打开，后面的烟包推进重

复前两步动作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时常会发生转塔处烟包

与整容器输入通道入口处烟包碰撞至轧包然后顶开上挡

板造成停机的故障[1]。

图1��入口处烟包轧包图

排除上游的故障烟包引起的轧包情况，ZB47机组的
整容器输入通道轧包次数，就2021年12月的情况来看：
B4机组约6次/天、B5机组约15次/天、B6机组约3次/天、
B7机组约8次/天、B8机组约10次/天。
由图2可见，就目标故障而言，B6机组的状态较好，

B5，B8机组的状态较差。
一旦目标故障发生，引起整容器内坏包4-8包，为了

防止缺陷烟包流入下工序，需要取出整容器烟包，并对

已经完成二五平包堆叠的包装好的最近的一条条盒进行

标记，设备恢复生产后还对标记的条烟前后取样5条确保
无缺陷烟包进入下工序，整个停机恢复生产的过程约20

分钟。

图2��C600入口输入通道日均轧包次数

2��影响因素分析

通过对设备的观察以及轧坏烟包的现状分析，小组

成员经过讨论认为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：

（1）烟包由推杆推入整容器输入通道时没有推到位；
（2）烟包在整容器输入通道有回退现象。
小组成员对可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排除。

通过缓慢的盘车可以看出，烟包在由推杆推入整容

器输入通道时，所停留

的位置并不会与转塔中后面的烟包发生碰撞。而在

机器运行的过程中，通过手机拍摄的慢动作小组成员发

现烟包的整容器下压的过程中确实会发生回退的情况。

因此确定了产生该故障的主要原因就是烟包在整容器输

入通道内回退而导致的轧包（图3）。
烟包在整容器处由上下两烙铁对压来进行透明纸的

美容，而在两烙铁对压的过程中，烟包由于挤压会发生

轻微的形变，挤压后的烟包两边的宽度增大，从而对通

道内还没有进入整容器的烟包赋予了一个横向的力，因

此输入通道内的烟包会发生回退现象（图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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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��烟包推杆停留位置图

图4��烟包轧包后顶开上挡板导致停机示意图

图5��整容器输入通道烟包回退示意图

由图6可知，当烟包受到回退方向的力时，由于现
存的止退装置是弧形挡块，由弹簧提供压力，且压力不

大，无法牢固的阻止烟包回退，因此烟包有一定的概率

在生产过程中回退至输入通道口与转塔的相切面，从而

导致与转塔烟包相撞造成轧包[2]。

图6��改进前烟包止退装置示意图

图7��改进前整容器输入通道示意图

3��改进措施

3.1  项目组成员经过讨论后决定将输入通道口的止退
装置由原先的弧形挡块换成可以调节的回形挡脚（图8）。

图8��改进后的回形挡脚

改进后的回形挡脚可以有效的阻止烟包在输入通道中

的回退，其中的长槽可以用来调节挡脚的位置（图9）[3]。

图9��改进后烟包止退装置示意图

图10��改进后整容器输入通道示意图

3.2  清洁输送通道内壁，减少烟包运输过程中因积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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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带来的阻力[4]。

3.3  对维修人员及操作工进行了培训。
4��改进效果及推广

通过对B5机组的改进，并运行一个月后发现，整容
器入口处每日轧包次数基本为0，偶尔产生的轧包经过分
析也是由于上游机缺陷小包导致，并不是输入通道小包回

退导致，因此改进效果明显，基本杜绝了整容器入口处烟

包轧包的现象，降低了停机率，有效的提高了机组的产量

和效率，同时提升了产品的质量，降低了挡车工的工作

量。并且已推广成果到所有ZB47机型，对其整容器输入
通道部件进行改造，相关技术资料存档，部件库备[5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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